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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《红楼梦》向称一大奇书，晚清以来即受士子青睐。
至文学革命起，胡适将其视为近世白话文学的典范，于是更加声价百倍，无分男女老幼，凡喜读文学
书者，无不争读之。
《红楼梦》一书，不但拥有众多的读者，而且还吸引许多有心人对它做考究，他们各申己意，大体皆
视为影射小说。
有的认为是写明珠之子纳兰性德的故事，有的认为是演绎顺治皇帝与名妓董小宛的故事，更有人认为
是康熙一朝的政治斗争故事，书中人物皆被指为即是某某，颇能引读者好奇之心。
于是大家竞相悬猜，每能从字缝中寻出不同证据，争作比附。
这样的所谓研究。
所谓考据，人称之为“索隐派”，曾经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期，其最后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的
革命家和教育家蔡元培先生。
（在蔡先生之后，虽仍有“索隐派”的著述，但都不能成气候，不能发生大影响）作为新文学首倡者
的胡适，原本即有做考据的长处，他很不满意于“索隐派”的做法。
1921年3月，他写作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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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《胡适红学年谱》分为“前记”、“年谱”两部分。
其中，“年谱”是主体。
他以胡适为中心将其全部红学著述言论及相关背景史料收列贯穿，使得胡适作为新红学开创者和奠基
人的轨迹清晰可见，极具历史感。
作者搜罗胡适研究《红楼梦》文献极为详尽，共104篇。
其中有不少是作者挖掘出来的第一手资料。
如《藏晖室札记·小说丛话》、《红楼梦考证》（初稿）的手稿、《乾隆庚辰本（脂砚斋重评石头记
）题记》等。
现在流传的胡适论《红楼梦》著述，错讹极多。
《胡适红学年谱》对所引用文献的各种版本做了细密校勘、查核订正工作，纠正了很多不正确之处，
并将“校勘记”择要记于谱中。
    “前记”主要写胡适红学研究的背景，而背景又以“著者”与“本子”为中心，因胡适研红，主张
从这两个问题入手。
“前记”从曹寅去世记起，因胡适研究曹雪芹，是从研究曹寅开始的。
该书填补了胡适研究和红学研究两个领域的空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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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宋广波，山东章丘人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。
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、中国近代科学史。
近年来，先后出版图书四部：《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》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2005年）、《胡适与
红学》（中国书店，2006年）、《丁文江图传》（湖北人民出版社、台北秀威科技股份公司，2007年
）、《丁文江年谱》（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，2008年），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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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1821年清宣宗道光元年辛已是年，诸联著随笔式评论著作《红楼评梦》刊印。
是书称《红楼梦》为“情书”，并非淫书。
代表性观点如次：书中无一正笔，无一呆笔，无一复笔，无一闲笔，皆在旁面、反面、前面、后面渲
染出来。
作者无所不知，上自诗词文赋，琴理画趣，下至医卜星相，弹棋唱曲，⋯⋯想八斗之才，又被曹家独
得。
全部一百二十回书，吾以三字概之，日真，日新，日文。
书本脱胎于《金瓶梅》，⋯⋯中间写情写景，无些黠牙后慧。
非特青出于蓝，直是蝉蜕于秽。
或指此书为导淫之书，吾以为戒淫之书。
昔贤诏人读有用书，然有用无用，不在乎书，在读之者。
此书传儿女闺房琐事，最为无用，而中寓作文之法，状难显之情，正有无穷妙义。
不探索其精微，而概日无用，是人之无用，非书之无用。
人至于死，无不一矣。
如可卿之死也使人思，金钏之死也使人惜，晴雯之死也使人惨，尤三姐之死也使人愤，二姐之死也使
人恨，司棋之死也使人骇，黛玉之死也使人伤，金桂之死也使人爽，迎春之死也使人恼，贾母之死也
使人羡，鸳鸯之死也使人敬，赵姨娘之死也使人快，凤姐之死也使人叹，妙玉之死也使人疑，竞无一
同者。
非死者不同，乃生者之笔不同也。
按，诸联（1765一？
），字星如，号明斋主人，青浦人。
又按，称《红楼梦》为“情书”者，还有道光年间的花月痴人。
他在《红楼幻梦·自序》中说：本乎心者之谓性，发乎心者之谓情。
作是书者，盖生于情，发于情，钟于情，笃于情，深于情，恋于情，纵于情，囿于情，癖于情，痴于
情，乐于情，苦于情，失于情，断于情；至极乎情，终不能忘其情。
凡一言一事，一举一动，无在而不用其情。
此之谓情书。
访。
意外收获，是很难说定的。
环境许可，我早去了。
（只怕年久鞠为茂草！
）我一定等先生回平再去拜谒借书⋯⋯（据拙编《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》，314-317页）10月23日，
周汝昌致函胡适：适之前辈先生：⋯⋯先生临行之前，想象是在怎样百忙之下，还连接为我而写两封
信，那样恳挚指导，中心藏写，迄不能忘。
⋯⋯我有了先生这样的师友，又有这样知己弟兄，心中真是说不出的欣慨交集。
⋯⋯由于先生的指示，使我对《红楼家世》一草，更不敢率尔从事。
实在讲，在校读书，本没有自己另外研究专题与著述的工夫。
一个暑假，仅仅勉强把材料整理成一个粗具模型的东西，算作书中一章，原想暑后就拿给先生看，不
料开学后功课比去年大忙，而新材料也不断零星发现，使我无法马上告一段落。
我决定使它着实充实以后，好好重写一下，像个样子时，再给先生看，不然这个草率随便的坏处是仍
要不得的；但又想，这个半成形的初草也无妨使先生一见，因为可以使先生知道大概我是怎样作法，
因而可以通体的指导我、帮助我、教正我。
总之，这个东西恐怕在我毕业前是写不了的了！
因为明年有了论文，一定更要忙，而毕业后环境是否还允许我续作搜求著作的工作，更属可虑。
我深恐这批东西会半成不成的被迫搁置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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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是很可惜的！
《懋斋诗抄》，我原想使先生一见，但因系善本，不能借出馆外。
现在探知此书被哈佛燕京学社当局转往城里，先生如和他们相识，不妨就机一看，因比在城外燕京要
方便多了。
《华北日报》的副刊，最近刊出一长篇叫做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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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记

我最早读《红楼梦》，是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，在山东上大学的时候。
我一接触到她，便被她深深地“迷”住了。
那时，我每天都要读《红楼梦》，每天的午睡、晚睡之前，读一二回《红楼梦》，是我睡前的必备“
功课”。
我的体会是，每一次读，总会产生新的感想，有新的收获。
我以为，《红楼梦》是中国几千年文化的结晶，只有充分了解中国文化，才能读懂《红楼梦》；而通
过读《红楼梦》，又能了解中国文化。
《红楼梦》对我而言，真正是百读不厌，常读常新。
如果有人这样问我：你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什么？
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什么？
我会毫不迟疑地说：《红楼梦》。
但如果要让我说出《红楼梦》有多／z,博大精深、对我的人生影响有多大，我还真的找不出合适的语
句。
我要做的，就是不停地一遍一遍地读，一遍一遍地体味，迄今为止，共读过40余遍。
读红读得多了，于是就开始思索书中的一些问题，思索《红楼梦》里的人物、思索《红楼梦》里的各
种艺术描写、思索《红楼梦》的结构、思索《红楼梦》的版本、思索脂砚斋批语⋯⋯从此，我不但读
原书，也开始读研红著作（主要是周汝昌、王昆仑、胡文彬、吴世昌、吴恩裕等等），并做了十数本
厚厚的笔记。
我最早关注胡适，始于1997年。
此前，我对胡适知之甚少。
是年，我在西安交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学业，已有两年，次年即将毕业。
此时的我，准备投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耿云志先生的博士生。
1997年5月，我专程由西安来到北京，拜谒耿先生。
5月下旬的一天，我在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（即胡适之先生在大陆的最后一处故居，现为近代史
所办公地），见到了耿先生。
耿先生同意让我报考，并允许我抄走他的论著目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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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胡适红学年谱》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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